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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新疆，渔业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
机遇期，特色经济鱼类产业集群逐步形成，特色经
济鱼类产品品牌初步创建......新疆水产在70年间
走上了一条逆袭之路。

在上世纪 50 年代，新疆渔业主要以河湖捕捞

为主，水产养殖业属于空白阶段。到了 60 年代，
在外来技术人员的帮助之下，新疆引进了青鱼、草
鱼、鲢鱼、鳙鱼等四大家鱼，并在鲤鱼、鲢鱼、鳙鱼、
草鱼人工繁殖取得成功，水产养殖业逐渐起步。

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疆渔业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年产量逐年增加，并引入了高白鲑等多个国外
优良种类，新疆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开发力度逐年
加大，冷水渔业发展呈较快增长态势。

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新疆农业部门还大力推
动倡导绿色养殖。通过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
水治理，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鱼菜共生等绿色养殖
技术模式，有效降低了养殖尾水氮磷排放量。

在新疆，“养鱼可以致富”已经变成现实，进
一步提高了新疆人“多养鱼，养好鱼”的积极性。
根据 2022 年的统计数据，新疆全区渔民的人均
纯收入 19960 元，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
3410 元。

据悉，今年新疆将生产南美白对虾 400 吨、新
疆三文鱼3000吨。这些“新鲜”主要销往中国沿海
地区，并且出口俄罗斯和日本等地。

核污水排海对世界渔业的影响是毋庸
讳言的。这一决定也不出所料地遭到日本
渔民及国际各界的强烈抗议，而我国的渔
业也将受到严峻考验。

消息刚刚公布之初，一度出现了海鲜
产品的抢购潮。据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
海参、大黄鱼、梭子蟹、基围虾、海鲜熟制
品、海鲜礼盒等产品的销量，均实现翻倍增
长，而据京东超市的数据显示，8 月 24 日京
东超市水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150%，8 月
22 日到 8 月 24 日三天内销售额，环比上周 8
月 15 日-8 月 17 日增长 63%。三天之内，虾
贝 类 日 环 比 销 售 额 增 速 50% ，蟹 类 增 速
59%，鲜活大闸蟹增速120%，鱼类增长75%，
即食海参增长32%。

但接下来面临的，必定是海鲜产品销量
的断崖式下跌，从而重创中国渔业。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渔业国家，2019年渔业综合产
值达到 3.1 万亿元，占世界渔业总产值的
23.5%。其中，水产品总产量为6440.6万吨，
占世界水产品总产量的35.4%。日本排放核

污水，将严重影响中国水产品的质量和安
全，从而影响中国渔业的生产和销售。

同时，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仅对
海洋生物带来威胁，或也对我国长江一些
特有的珍稀鱼类带来灾难。据中国水产研
究部门的研究表明，这些洄游性鱼类会在
长江和近海之间洄游，有的甚至游到日本
的海域，必然会受到核污染水中放射性物
质辐射污染。某些备受青睐的珍稀的鱼类
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包括河豚、江鳗、刀
鱼、中华鲟等。

核污水排海对我国的危害是巨大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第 192 条规定“各国
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以及第 194
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致使其他国家及
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
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
不至于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
的区域之外”。日本这种损人利己的恶劣
行径，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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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哪些海鲜会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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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鱼，还是淡水鱼

鱼类是人类重要的食材之一，不仅是餐桌上
的美味，也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

鱼类除了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之外，还有一
点为人们特别看重，就是鱼肉中含有DHA和EPA，
这两种物质都是有益于人的大脑发育和预防心血
管疾病的脂肪酸。

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只有海水鱼才
含有DHA和EPA。实际上，淡水鱼也含有大量的
DHA和EPA。

无论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都含有DHA和EPA。
专家建议，三文鱼中DHA和EPA含量是最高的，

每天食用20g就能满足人体需求，但是价格较高，而

鲈鱼，是淡水鱼中最合适的高脂肪鱼品种，其他如鳗
鱼和鲶鱼，也是获取DHA和EPA的优质鱼类，其100
克鱼肉中的EPA含量分别为471和450毫克。

做鱼，四川人很优秀

电视节目《舌尖上的中国》说：“说起做鱼，四川
人都够资格”。四川气候温和，水系发达，出产多种
多样的淡水鱼。而这些鱼鲜在“善烹调、尚滋味”的
四川人手中，被演绎出了许多名闻遐迩的美味菜肴。

其中非常著名的，有水煮鱼、太安鱼、肥肠鱼、
球溪鲶鱼等，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快朵
颐；其实，四川人家常的鱼肴如酸菜鱼、家常鲫鱼、
火锅鱼、豆瓣鱼等等，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味。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四川人做鱼有一种秘密

武器，那就是很多人家必备的泡菜。四川人在做
鱼时，会经常用到泡辣椒（海椒）、泡姜等材料。烹
饪专家认为，泡菜中的乳酸菌能够特别有效地去
除鱼肉中的腥味，而且起到增加滋味的作用。

文化学者甚至认为，川人做鱼的高超功夫，或
许与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也有关系。在历史的
长河中，来自湖广这样的鱼米之乡、美食之乡的人
们，将他们带来的烹鱼技艺发扬、融合，再结合四
川本地的丰富物产和原料，创造性地将做鱼技艺
提高到一个令人赞叹的水准，让人们在享受美食
的同时，由衷地佩服川菜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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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日本不顾

世界各国的反对，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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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的排海计划，每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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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行为遭到了全世界的一

致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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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

普通人最为关心的食品安

全问题，很多人心里都有

一个担忧：以后还能不能

吃海鲜了？

“海阔凭鱼跃”。海洋

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

一，各种各样的海鲜也是

众多食客极为青睐的美

食。核污水直接排海的消

息一出引发了吃货的恐

慌，对于喜爱吃鱼、期盼

“年年有鱼”的国人来说，

如何应对这一场突如其来

的“滔天恶浪”？

9月6日，新疆大闸蟹

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在日

本的核污水排海事件的叠

加效应之下，“新疆海鲜”

突然成为大众热议的话

题。印象中只有草原、雪

山和沙漠的“西域”一跃成

为水产大省，并且把三文

鱼、大闸蟹卖到了沿海地

区，甚至出口海外。这样

的一个“华丽转身”让人有

些始料未及，也激发了大

众强烈的好奇心。

C 渔业“偏远地区”的成功逆袭

文/周一为

就在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引起群情激愤
的这段时间里，一则“新疆‘海鲜’卖到大江
南北”的视频网络大火，给美食爱好者惨淡
的视界里增添了一抹亮色，“新疆水产品”
一时成为网上的“顶流”，并且被人们借用

“海鲜”之名冠以一个新的名字：新鲜。
地 处 亚 欧 大 陆 内 陆 的 新 疆 ，被 称 作

“离海最远的地方”，但在新疆的很多地
方，发展水产养殖业却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比如在尼勒克县，环绕天山的喀
什河流淌着冰川雪水，水深 6 米以下的水
温常年保持在 10℃以下，而且当地基本
没有酷暑，为冷水鱼的生长创造了优质
的自然条件。

事实上，新疆拥有 1145 万亩的水域面
积，位于全国第四。其中包括 9700 平方公
里的湖泊，以及伊犁河、塔里木河、额尔齐
斯河等多条内陆河流。同时，新疆冰川资
源丰富。大型冰川 1.8 万条，总面积 2.4 万
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冰山面积的 42%，蓄冰
量 2.5 亿多立方米。这一系列因素，成就了
新疆辽阔的淡水资源，为新疆发展渔业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实新疆早已“默默无闻”地成为我
国重要的渔业省份之一，直至最近才高光
亮相。

2022 年，新疆渔业总产量达 17.3 万吨，
其中三文鱼总产 4554 吨，产量占全国内陆
产量的 15%。新疆全区渔业总产值达 42 亿
元，较2019年增加9.21亿元。

除了冷水鱼，新疆多地巧用资源“造
海”。罗非鱼、南美对虾、斑节虾青蟹、海
鲈鱼、石斑鱼⋯⋯在人们印象中，贫瘠而
荒凉的戈壁荒漠如今养殖出了鲜活美味
的海鲜。

9 月 6 日，“新疆大螃蟹发货了”的话题
冲上热搜：新疆阿勒泰产的螃蟹，即将销往
大闸蟹的“老家”江苏，瞬间勾起了网友的
购买欲。

来自南京的客商称：“新疆的螃蟹比江
苏螃蟹提前上市 10 天左右，而饱满度和甘
甜度都比江苏产的螃蟹还要好，销售不成
问题。”

新疆的博斯腾湖也迎来了螃蟹捕捞
季，蟹农们忙着捕捞、打包、装运，忙得不亦
乐乎。博斯腾湖现在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
产基地，各类水产品年产量超过 4000 吨。
今年，博斯腾湖投放了 3400 多万只蟹苗，目
前距离中秋节只有 10 多天，博斯腾湖的螃
蟹发往了全国各地，销售异常火爆。据说，
新疆人非常自豪地宣称“江浙沪不包邮”，
也算扬眉吐气一回。

除了新疆，其实四川本地也出产“海
鲜”。在川南的泸县，当地首创了“双稻双
虾”养殖技术。据悉，截至目前该县共发
展 稻 虾 种 养 面 积 12 万 亩 ，其 中“双 稻 双
虾”养殖面积达 2 万亩，总产量高达数百
万公斤。

川西的雅安市拥有四川最大的鱼子酱
生产基地。在雅安市的天全县，去年鱼子
酱的产量达 50 吨，占到全球的 12%。当地
利用纯净的高山冰雪融水养殖鲟鱼，生产
的鱼子酱远销俄罗斯等欧美国家。

提起著名的“海鲜”三文鱼，大家都会
想到海洋国家。但好吃嘴也不必为今后还
能不能吃到三文鱼而发愁，因为在都江堰
虹口就能吃到三文鱼，都江堰龙池镇虹口
景区就有一个三文鱼养殖基地，出产大量
优质的虹鳟鱼，其质量和口感相较于三文
鱼有过之而无不及。

B 西部内陆的“海鲜”亮了

“新鲜”的崛起，除了自然资源优越之外，也离
不开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加持。

通过技术引入，将当地大面积的盐碱地变废
为宝，进一步拓宽了新疆水产的养殖面积和养殖
品种，大大提高了新疆渔业的经济效益。

红旗农场位于天山北麓，处于中国第二大
沙漠准噶尔盆地的边缘。现在，当地将盐碱地
改造成为人工海水的养殖场，实现了“沙漠变海
洋”。目前这里已经能够养殖罗非鱼、南美白对
虾、鲍鱼、石斑鱼等 8 种海货，而且做到了零添
加无污染。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华绒鳌蟹（大闸蟹）
就被引种到新疆，从那时开始，螃蟹开始在新疆
安家落户。其后 20 年间，新疆博湖县、阿勒泰
等地区陆续引进螃蟹养殖产业。2019 年，江苏
省农业部又通过援疆项目将本地的优势大闸蟹
品种引入到新疆，经过数年的养殖和发展，已成
功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新疆的大闸蟹已经

有了较为稳定的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和江浙
地区的销路特别好。

据一位专门做“新鲜”生意的老板介绍，新疆
的大闸蟹比江苏产的要提前上市 10 天左右，质量
优，且有价格优势：“新疆的湖泊水温低，水质好，
养出来的螃蟹肉质鲜甜，而且跟江苏产的大闸蟹
相比，新疆螃蟹成本相对较低，一公斤55-60元左
右，有价格优势，在电商平台上很受欢迎。”

“新鲜”卖到江浙沪，同样离不开新疆与沿
海地区市场的互动。比如，浙江各地通过“十城
百店”“线上年货节”等网络途径，将新疆的产品
送到本地居民面前，同时把一批批浙产商品送
到新疆。

网络拓展了产品的盈利渠道，这次“新疆海
鲜”登上网络热搜，也进一步印证了网络在经济
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目前，有不少人在网络
上询问新疆螃蟹的购买渠道，想要一尝“新鲜”。
做新疆水产生意的人，现在越来越忙碌了。

D“技术+网络”赋能新疆水产业

博斯腾湖

看上去很美

新疆水产品

新疆大闸蟹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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